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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意味着流量，没有流量就
没有市场，流量意味着传播效果和
商业价值。

在万物互联的大潮中，人们占
有大量信息的同时，也被信息占有
着。“追热度”本身并无“原罪”，但
有些商家不提高产品品质，却更愿
意将资金用于营销。

一些网红门店、网红商品被
探店博主吹得天花乱坠，却名不
副实。许多博主习惯了“收钱办
事”，销售量、点赞数也可以“人为
注水”，而消费者看到同一种商品
被不同博主同时力推为时尚的代
名词，又有这么多“好评”之后，确
实容易因为追逐热度的从众心理
而冲动下单。电影制片公司不再专
注于创作出优秀影片，而更多投
入在电影的宣传中，花钱雇佣水

军写评论、打分都已成常规套路。
无数观众冲着高分和好评进入影
院，最终却发现被虚高的评分和
制片公司不遗余力的宣传造势给
骗了。各种明星艺人炒作热点，许
多不足挂齿的小事却总能上热
搜，背后花钱买热搜的现象已经
不足为奇……

网络营销花样百出，资本与平
台双双受益。久而久之，在一次次
被所谓热点欺骗后，一些网友也就
产生了“逆反心理”。我们对“热度”
不再信任，进而奋起“反忽悠”“反
驯化”，拒绝当“数字韭菜”，不愿被
人造热点“牵着鼻子走”，主动选择
成为慢半拍的人，用理性眼光看待
问题，不轻信，不盲从。而且，即使
信息为真，只有热度，缺乏思考，其
实精神也会变得荒芜。

排斥热度
维护自身“审美版权”

在“热度排斥症”的背后，有许
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它的出现，是人们面对巨量繁
杂信息进行某种反思后，将自己的
注意力拉回自己的审美范畴，找回

“审美版权”。我们要想不被无意义
的信息裹挟，就要更加注重独立和
理性的思考，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多关注生活，关注自身，维护自身的

“审美版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
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
平、诚信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
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
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
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因此，以营利为目的组织
刷单，进行虚假交易、好评、炒作信
用，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违背了公
平、诚实信用原则及商业道德，是扰
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构成不正
当竞争，是违法的行为。对于这样的
行为，国家应依法从严处理，让“热
度排斥症”不再成为大家抵御虚假
热点的无奈之举，还民众一个健康
透明真实的网络环境。这样，畸形的
网络环境才能有所改变，好的商品
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爆款。

而对商家而言，应该转变“营销
至上”的思维，下苦功夫琢磨产品质
量，思考如何给用户提供更好的使
用体验，推动产业向可持续方向发
展。酒香也怕巷子深，适量的营销是
需要的，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

我们作为消费者，希望被真诚
对待，少一些套路。我们排斥的，其
实并非“热度”，而是通过各种炒作
营销，拉仇恨对立的人造“热度”。

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让真正的正向事件、好的产品、作品
留下来，这样的“热度”，才能被大家
由衷喜欢。

C

选择刻意慢半拍群体中的大
多数人，也曾是网络热点的拥趸。

“热度排斥症”不是“症”不是“病”，
而是理性理智的一种反应，是消费
者个人意识的觉醒。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热度排
斥症”是克服虚假热度、人造热度
和盲目跟风“流行病”的一味“良
药”。

那么，“热度排斥症”是“时尚”
吗？一旦时尚为大多数人所接近，
它就不再是时尚了，反而成为“烂
大街”的代名词。那么，现在我们排
斥“热度”，是不是一种时尚？

“热度排斥症”反映了人们的
改变，特别是年轻人。理性看待问
题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这无
疑是好现象。人们自主应对恶意营

销，不再被平台的议程所引导。“热
度排斥症”并非用户层面的不合理
现象，而是洞察了平台和商业资本
手段之后的抵制心理和策略。当大
众开始主动排斥低劣的人造热点
时，营销手段也会失去市场。

“热度”本应该是大众审美的
结果，但那些“人造热度”却被资本
与营销操控，这是网络生态不健康
的状态。“热度排斥症”在一定程度
上是对病毒式营销的自发反抗，能
对人造热度产业链造成打击，而理
性地排斥人造热度才是警觉与自
我意识的觉醒。而为了显示自己的
与众不同，为了排斥而排斥，其本
质是对社会潮流的模仿，依旧是基
于盲目的跟随。我们不应因噎废
食，一味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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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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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说 一 个 电 影

很火爆，我一定要走

进电影院；看到一部

满屏高分的影视剧，

我想立刻就开启追

剧模式；刷到某个产

品人气很高，我立马

就被“种草”；发现微

博热搜，我想马上去

了解……

以前，觉得似乎

不这样做就会错过

什么，不如此就不能

与时代同向同行，就

落伍了。可是，慢慢

的，不知什么时候开

始，我好像变得不怎

么“时尚”了。

对于各类 UP 主

宣传的所谓“爆款单

品”内心毫无波澜，

已不再有想要快速

拥有的冲动，甚至心

生抵触；对还未上映

就已经好评漫天飞

的电影，不再做那第

一批冲进影院的“韭

菜”，而是等一等，等

评分逐渐回归真实，

等热度过后，再做决

定；对于冲上热搜的

热点，也不想再被牵

着情绪走了……

从 追 逐“ 热 度 ”

到排斥“热度”，不知

道你是否有和我一

样的感觉？有人为这

种现象起了一个医

学称谓：“热度排斥

症”。如今，越来越多

人选择与网络上的

热度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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